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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尽积蓄被骗 投海老人的保健品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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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陵园推出清明孝亲四大免费服务

安佑生态陵园是经三级民政部门审批、坐落于和林格尔国家级示范新区之核心区域

的大型人文生态纪念陵园。

安佑陵园勇于承担行业责任、社会责任，特推出一系列惠民活动：

一、免费为烈士修墓并撰写事迹。

二、无限期免费寄存骨灰。

三、免费为市民提供生态环保节地葬骨灰与大地融为一体，真正回归自然。

报名时间：2017年8月30日前。

9月中旬将举行隆重的集体安葬仪式。

四、祭扫车专线

清明节4月3、4日；阴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公司安排免费接送祭扫车。

市区乘车点：呼市昭乌达路海德酒店对面。

详情致电咨询 服务热线：7260111� � 7260333

青岛的陈女士没想到，

60岁的父亲竟是以这样孤

独、 悲伤的方式告别人

世———3月11日23时许，陈女

士接到警方通知，老人的遗

体在青岛东海中路一处海

滩被找到，法医鉴定死亡原

因是“自溺”。老人的裤兜里

有一封遗书，称被保健品营

销公司“骗了”，承诺的到国

外旅游也没有兑现。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的

青岛向尚健康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去年就曾因虚假宣

传被监管部门处罚。部分受

访老人和家属反映，这家公

司长期以相似的套路诱导

老人购买保健品。目前，青岛

市食药监局等部门正在对

此事展开调查。

数万元保健品引发悲
剧

陈老先生在遗书中称，

自己和老伴几十年来积攒

的近十万元钱基本泡汤了。

在老人家中，陈女士发现父

亲曾写过另外两份与遗书

有相似内容的材料。材料写

道：2013年以来，向尚公司以

买保健品送东西、送旅游等

名义，骗自己买了近6万元的

保健品，但“不起作用”。去年

4月，公司又承诺带他和老伴

去云台山、西安、巴厘岛等地

旅游， 今年1月又骗自己把3

万多元交给了他们，但承诺

的旅游至今没有兑现。

对于老人称旅游承诺

不兑现一事，向尚公司总经

理赵军林回应：“我们本来打

算近期就组织他们出去旅

游，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

记者调查发现，在购买

向尚公司保健品的老人中，

反映没有兑现旅游承诺的

不止一位。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除了兜售进价低、售价高

的保健品，目前，推广、吸引

老人参加高价旅游的营销

手法十分常见。

涉事公司曾因虚假宣
传被处罚

据赵军林介绍，向尚公

司在青岛开展活动9年了，一

般是先举办健康讲座，向老

人推广保健品，然后有意向

的老人可联系业务员购买。

记者发现，向尚公司的

营销活动并非如此简单。除

了许诺旅游，公司还经常组

织老人做活动、开会。保健品

公司分工很细，一般一个业

务员专门盯六七个老人。很

多老人不跟子女一起生活，

业务员就经常到老人家里

进行推销。

据了解，向尚公司还曾

因虚假宣传被监管部门处

罚。青岛市市南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6年6月7日出具了

一份处罚文件，称青岛向尚

健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曾

通过经营场所制作门头、制

作张贴宣传广告、设置展板、

印制画册、发放印刷品广告

等方式，以“向尚国际集团”

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被罚款

3000元。

记者调查发现，向尚公

司的营销对参与的老人影

响很大，一些老人宁信保健

品公司的业务员，也不听家

属的意见。陈姓老人自杀后，

王女士劝止父亲购买保健

品，但老人一直说“你们不

懂，你们不懂”。14日一大早，

老人又跟着业务员到青岛

的城阳区农家乐去了。

老人自杀前当地正开
展专项整治

青岛市市南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湛山所一位

到公司现场抽样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向尚公司的

仓库里只剩下一种名为紫

福口服液的保健品。工作人

员对口服液进行了抽样、封

存，检查了公司的营业执照、

进货单据等凭证，并委托相

关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查。

记者注意到，就在陈姓

老人自杀事件发生之际，青

岛当地正在专项整治保健

品营销乱象。山东省消协发

布的2016年山东省老年人

消费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六成以上的老年人选择服

用保健品进行身体保健，

期望以此达到提高自身免

疫力、预防疾病、治疗慢性

疾病等效果。26.5%的老年

人反映保健品支出占总支

出的三成以上。

据统计 ，2016年前三

季度， 四川省消委系统接

到消费者投诉涉及保健食

品、 保健用品方面的案件

有325起， 其中保健食品

227起， 保健用品98起。消

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为虚

假宣传、价格欺骗、质量低

劣、售后跑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提醒消费者，普通食

品不能声称功能，保健食品

不是药品， 没有治疗作用。

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要警

惕“专家义诊、权威证明、免

费试用、宣称疗效”等宣传

营销“陷阱”，科学、理性消

费。

（据新华社报道）


